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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家当过和尚ꎬ后建立帝业ꎮ 出于封建统治需要ꎬ太祖

以儒立国ꎬ但对佛教仍较为尊崇ꎮ 他亲自为«心经»作序ꎬ撰写大量关于佛教的文章ꎬ对
佛教空有虚实、三教关系、天堂地狱说、修行观等ꎬ作了新的阐释ꎬ体现出其独特的佛教

观ꎮ 在此思想的影响下ꎬ朱元璋一方面对佛教采取怀柔、礼遇政策ꎬ另一方面是整顿和

限制政策ꎮ 朱元璋的一系列佛教政策ꎬ不仅对明代经济发展、中央集权政治强化、有明

一代佛教政策的制定等产生影响ꎬ同时也加剧了佛教的衰微ꎮ
〔关键词〕朱元璋ꎻ佛教思想ꎻ佛教政策

朱元璋对待佛教的态度和观点ꎬ为朱明王朝佛教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

础ꎮ 迄今为止ꎬ学术界关于朱元璋佛教政策的研究成果颇丰ꎮ 现有论文重点着

笔于朱元璋对佛教的整顿和限制ꎬ而关于其对佛教的怀柔、礼遇政策重视不够ꎻ
影响朱元璋佛教政策制定的前提ꎬ即其对佛教的基本观点及态度ꎬ学者们研究的

也很少ꎮ

一、朱元璋对待佛教的基本观点

朱元璋对佛教有关理论作了新的阐释ꎬ形成了独特的佛教观点ꎮ 全面深入

地研究朱元璋的佛教思想ꎬ对深化明代佛教政策、明代社会以及朱元璋本人的研

究均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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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佛主辅论

儒佛皆为圣贤之道ꎮ 朱元璋认为儒之圣贤ꎬ之所以被称为圣贤ꎬ是因为其善

守“三纲五常”之不易之道ꎬ又能身体力行而化导天下愚顽ꎻ佛教则神通变化ꎬ谈
虚无之道ꎬ以果报因缘演教ꎬ除了在“别阴阳虚实”方面与儒不同外ꎬ“非异圣人

之道”ꎮ〔１〕可见ꎬ从根本上说ꎬ儒佛皆为圣贤之道ꎮ
朱元璋重点强调ꎬ佛教“暗理王纲”、“阴翊王度”ꎬ有辅助教化的功能ꎮ 佛教

可以“化凶顽为善ꎬ默佑世邦ꎬ其功浩瀚”ꎬ〔２〕 佛教的道德教化功能可使人向善ꎬ
有利于帝王治理天下ꎮ

三教一致ꎬ以儒为主ꎮ 朱元璋认为ꎬ佛教虽可“阴翊王度”、“暗理王纲”ꎬ但
是帝王若过分崇尚易使“世人皆虚无ꎬ非时王之治”ꎻ〔３〕 但若绝弃佛道ꎬ“则世无

鬼神ꎬ人无畏天ꎬ王纲力用焉”ꎮ〔４〕 他曾严厉批评历史上统治者用行政手段消灭

佛教的做法ꎬ说:“有等愚昧ꎬ罔知所以ꎬ将谓佛仙有所误国扇民ꎬ特敕令以灭之ꎬ
是以兴灭无常ꎬ此盖二教遇小聪明而大愚者ꎬ故如是ꎮ” 〔５〕佛、道教有辅助教化的

作用ꎬ应看到儒佛道三教在济世利物方面的一致性ꎬ三者不可或缺ꎬ“于斯三教ꎬ
除仲尼之道祖尧舜ꎬ率三王ꎬ删诗制典ꎬ万世永赖ꎮ 其佛仙之幽灵ꎬ暗助王纲ꎬ益
世无穷ꎬ惟常是吉ꎮ 尝闻:天下无二道ꎬ圣人无两心ꎮ 三教之立ꎬ虽持身荣俭之不

同ꎬ其所济给之理一ꎮ 然于斯世之愚人ꎬ于斯三教ꎬ有不可缺者ꎮ” 〔６〕 值得注意的

是ꎬ朱元璋虽然反复论说三教一致ꎬ但在他的观念中三教的地位并非平等ꎬ而是

主张三教之中ꎬ以儒为主ꎬ“三教ꎬ惟儒者凡有国家不可无ꎮ” 〔７〕认为孔孟儒学“凡
有国家不可无”ꎬ是“万世永赖”之道ꎬ而佛道只是“暗助王纲”ꎬ起辅助作用ꎮ

作为一代帝王ꎬ基于世俗统治的需要ꎬ朱元璋推崇孔门儒学ꎮ 虽然曾经出家

为僧ꎬ对佛教有特殊感情ꎬ但是ꎬ他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ꎮ 在他那里ꎬ佛教思

想始终逃脱不了政治的藩篱ꎬ佛教思想从属于他的政治思想ꎬ佛教思想及政策皆

以国家政治为着眼点ꎬ为封建统治服务ꎮ
(二)佛教虚实论

在佛法上ꎬ空与有并称ꎬ权与实相对ꎮ 这是理论上正反相对的二门ꎬ是对于

任何事物的两面看法ꎮ 佛教为破遣凡夫的执相而立此法ꎬ执空执有、执权执实ꎬ
皆非中道ꎬ故须空有、权实两遣ꎬ方得真谛ꎮ

朱元璋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ꎮ 他说: “如来之教ꎬ指实言虚ꎬ因空谈

有ꎮ” 〔８〕将空与有并称、权与实相对发展成空与有并称、虚与实相对ꎮ 在朱元璋

看来ꎬ空、虚是同一层次的范畴ꎬ他说:“空者言虚ꎬ实者云妙”ꎬ〔９〕 空即是虚ꎬ虚即

为空ꎮ 所以他通常将“空”与“虚”并用ꎬ如“空虚而不实”ꎬ〔１０〕 “入空虚之境” 〔１１〕

等ꎮ
指斥“空”ꎮ 佛教主张一切法都有“性”和“相”两方面ꎬ性方面的空无叫做

“性空”ꎬ相方面的空无叫做“相空”ꎮ 朱元璋认为“空”乃“相空”ꎬ他说:“«心经»
者ꎬ每言空不言实ꎬ所言之空ꎬ乃相空耳ꎮ” 〔１２〕朱元璋还将相空分成六个方面ꎬ“所
以相空有六ꎬ谓:口空说相ꎬ眼空色相ꎬ耳空听相ꎬ鼻空嗅相ꎬ舌空味相ꎬ身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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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ꎮ” 〔１３〕且相空非“真相之空”:“其六空之相ꎬ又非真相之空ꎬ乃妄想之相ꎬ为之

空相ꎮ” 〔１４〕此处“真相之空”即性空ꎬ相空与性空相对ꎬ相空是妄想之空ꎬ是空相ꎮ
执着于空相ꎬ危害极大ꎬ“愚及世人ꎬ祸及古今ꎬ往往愈堕弥深ꎬ不知其几ꎮ” 〔１５〕 执

着于空相ꎬ帝王会丧天下ꎬ富人会丧富ꎬ穷人会丧命ꎬ出家人会丧失成佛的可能

性ꎮ 唯一的出路就是去除空相之虚ꎬ立本性之实ꎮ
佛教“实而不虚”ꎮ 朱元璋以佛教为“阴”、为“虚”:“所以佛之道云阴者何?

举以鬼神ꎬ云以宿世ꎬ以及将来ꎬ其应莫知ꎬ所以幽远不测ꎬ所以阴之谓也ꎬ虚之谓

也”ꎻ〔１６〕以孔孟儒学为“阳”、为“实”:“其圣贤之道为阳教ꎬ以目前之事ꎬ亦及将

来ꎬ其应甚速ꎬ稽之有不旋踵而验ꎬ所以阳之谓也ꎬ实之谓也ꎮ” 〔１７〕朱元璋认为ꎬ虽
然儒、佛在名称和行为上有众多相异之处ꎬ但二者济世利物的最终目的是相通

的ꎬ“斯二说ꎬ名之则也异ꎬ行之则也异ꎬ若守之于始ꎬ行之以终ꎬ则利济万物ꎬ理
亦然也ꎮ 所以天下无二道ꎬ圣人无两心ꎮ” 〔１８〕 佛教虽然“指实言虚ꎬ因空谈有”ꎬ
但“化及万类ꎬ善被诸方” 〔１９〕 的功效不可否认ꎮ 针对时人对佛教“虚而不实”的
指责ꎬ朱元璋批评道:“今时之人ꎬ罔知佛之所以ꎬ每云法空虚而不实ꎬ何以导君

子、训小人!” 〔２０〕这里“今时之人”的观点主要受程朱理学的影响ꎬ其中以朱熹的

观点最有代表性ꎮ 朱熹虽然暗自吸取了佛教的众多观点ꎬ但他表面上却激烈反

佛ꎮ 朱熹反佛ꎬ主要集中在批评佛教废弃“三纲五常”ꎬ他说:“佛老之学ꎬ不待深

辨而明ꎬ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ꎬ已是极大罪名ꎬ其它更不消说ꎮ” 〔２１〕 “三纲五

常”是朱熹学说中“理”的主要内容ꎬ朱熹称自己的“理”为“实理”ꎬ而把佛教中

所讲的“理”称作“虚理”ꎮ 朱元璋不同意这一偏激的说法ꎮ 按照朱元璋的观点ꎬ
佛教从根本上说是“实而不虚”ꎬ“佛之教实而不虚ꎬ正欲去愚迷之虚ꎬ立本性之

实”ꎮ〔２２〕佛教的存在正是为了“去愚迷之虚ꎬ立本性之实”ꎬ此处所立之本性ꎬ正
是儒家之 “三纲五常”ꎬ所以ꎬ朱元璋说ꎬ佛教 “演说者ꎬ乃三纲五常之性理

也ꎮ” 〔２３〕这里ꎬ他把儒佛两家思想说成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ꎬ二者的最终目的

和归宿是完全一致的ꎮ 这是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正统思想的重要修正ꎮ
(三)天堂地狱解

天堂ꎬ天上宫殿ꎻ地狱ꎬ六道中最苦的地方ꎬ因其位置在地下ꎬ故名地狱ꎮ 佛

教认为ꎬ善人死后当升天堂ꎬ享受各种福乐ꎻ恶人则入地狱ꎬ遭受各种苦痛ꎮ 天堂

地狱是人死后的归宿ꎬ佛教信徒把死后进天堂作为重要奋斗目标ꎮ
天堂地狱既然为死后之事ꎬ人们不禁要问:天堂地狱真的存在吗? 善人真的

会升天堂ꎬ恶人真的会下地狱吗? 这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ꎬ谁也不能对此作出

肯定的回答ꎮ 对天堂地狱怀疑导致的后果是ꎬ天堂对善人的诱惑力以及地狱对

恶人的威慑力都会下降ꎮ
朱元璋对传统天堂地狱说进行发展ꎮ 他否定佛道二教对天堂地狱的理解ꎬ

说:“僧言地狱镬汤ꎬ道言‘洞里乾坤’、‘壶中日月’ꎬ皆非实象ꎮ 此二说俱空ꎬ岂
足信乎!” 〔２４〕认为佛教所言地狱镬汤之惩处并非实象ꎬ不足信ꎮ 他对传统的天堂

地狱观进行发展ꎬ将死后的天堂地狱搬到今生今世ꎬ朱元璋把遵守封建法度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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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贵生活说成是“天堂”ꎬ而把违背封建王法的“顽恶不悛”之民及贪官污吏所

受到的惩罚说成是“地狱”ꎮ〔２５〕这种把天堂地狱从虚无缥缈的来世转移到世俗人

间ꎬ一反佛教否定今世ꎬ把人世间看成一片苦海的说法ꎬ确实别具一格ꎮ 此种解

释之目的实为借用佛教理论进行世俗教化ꎬ巩固世俗封建统治ꎮ
(四)“力修力行”说
关于佛教修行ꎬ朱元璋认为ꎬ佛教在修行过程中必须静心ꎬ“务靖不喧”ꎬ时

时消除私心杂念ꎬ清心寡欲ꎬ如此下去ꎬ必将获得“果报”ꎮ “修行”ꎬ就是磨砺ꎻ
“行”ꎬ就得身体力行ꎻ“功”ꎬ就是造化的积累ꎮ〔２６〕 “修行”必须经过一番苦修ꎬ才
能有所收获ꎮ 严寒酷暑不言苦ꎬ穷居独处忘忧乐ꎬ在此过程中切忌急于求成ꎬ应
“不期然而然”ꎮ

而现世修行者ꎬ一方面不耐求佛漫长ꎬ“期验欲疾”ꎮ “今之修者ꎬ期验欲疾ꎬ
茫然久之ꎬ心不耐己ꎬ虑不隔尘世之有者ꎬ念无不在ꎮ”其结果是“失道迷宗ꎬ愆重

嵬山”ꎻ〔２７〕另一方面ꎬ“不务佛之本行”ꎬ反其道而行之ꎮ〔２８〕显然ꎬ传统的修行方式

与世俗统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ꎬ正确的修行方式是“入博修之道”ꎮ〔２９〕 “入
博修之道”ꎬ首先是坚持佛教之苦修ꎬ做“力修”之僧ꎬ积极出世ꎻ更为重要的是要

“力行”ꎬ积极入世ꎬ“食俸禄”、“辅君政”ꎮ 亦出世亦入世ꎬ亦僧人亦官吏ꎬ其根

本目的是倡导佛家入世ꎬ使神权与政权集合为一体ꎬ以便更好地维护大明王朝的

统治ꎮ
总之ꎬ朱元璋对佛教的认识相当深刻ꎬ在某些方面有理论建树ꎬ但总体看来ꎬ

他却未能形成系统的佛学思想ꎮ 然而透过其佛教理论观点ꎬ鲜明地体现了他的

心路历程:力图使佛教儒学化ꎬ从出世走向入世ꎬ使宗教服从、服务于封建统治ꎮ
朱元璋对待佛教的态度和观点ꎬ为朱明王朝佛教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ꎮ

二、朱元璋的佛教政策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里ꎬ颁布过许多有关佛教的政策ꎬ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整顿和限制的政策ꎻ另一方面是怀柔、礼遇的政策ꎮ 下文对两方

面作具体分析ꎮ
(一)朱元璋的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

元代帝室崇信佛教ꎬ僧团问题百出ꎬ如寺院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ꎬ还大肆涉

足工商业ꎬ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ꎬ更为严重的是僧人生活堕落ꎮ 早年出家经

历ꎬ使朱元璋对元末佛教道风不正、纲纪不存、戒律松弛等教界弊端有深刻体认ꎮ
有鉴于此ꎬ朱元璋即位之后在尊崇佛教的同时ꎬ力整僧团ꎮ

１. 建立教僧

教僧制度是朱元璋佛教政策中一项重要举措ꎮ 为何要设立教僧? 一是世俗

的宗教需求ꎮ 如前所述ꎬ朱元璋鼓励僧侣山林“力修”ꎬ但民众又有宗教需求ꎮ
建立教僧制度ꎬ可完全由教僧来赴应世俗佛事ꎮ 二是元末民间有假借佛教名义ꎬ
模仿法事ꎬ危害社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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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明初佛教现状和民间显密法事盛行的现实ꎬ朱元璋将天下僧人分为禅、
讲、教三类ꎮ 禅者ꎬ指禅宗ꎬ主张不立文字ꎬ见性成佛ꎻ讲者ꎬ注重宣讲佛教义理ꎬ
是禅宗以外的派别ꎻ教者ꎬ演佛利济众生之法ꎬ专门从事祈福消灾、超度亡灵ꎬ即
专门为应对世俗佛事需要而设置ꎮ

在三类僧人中ꎬ朱元璋更为重视教僧ꎮ 他在洪武七年的«御制玄教斋醮仪

文序»中说:“朕观释道之教ꎬ各有二徒ꎬ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ꎬ独为自己

而已ꎮ 教与正一专以超脱ꎬ特为孝子慈亲之设ꎬ益人伦ꎬ厚风俗ꎬ其功大矣

哉!” 〔３０〕意即教优于禅ꎮ 因此ꎬ他对教僧更为重视ꎬ对教僧法事仪式、真言密咒、
业务标准以及技能考核等都有严格规定ꎮ〔３１〕 对教僧重视的同时ꎬ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ꎮ 洪武二十四年颁布“申明佛教榜册”ꎬ所列条目中ꎬ绝大部分是针对教

僧作出规定和限制ꎬ并禁止世俗仿教僧行瑜伽法事以及禁止禅、讲二宗僧侣赴应

世俗佛事ꎮ
朱元璋如此重视教僧制度ꎬ其目的可归纳为:用佛教进行战后安抚ꎻ端正宗

教行为ꎬ以纯正佛教ꎻ防止教僧与世俗相混淆等等ꎮ 在朱元璋之三分僧侣制度

中ꎬ唯有执行经忏礼仪之教僧与民众直接接触ꎬ而禅僧与讲僧则被要求离群索

居、远离大众ꎮ 因此对教僧的规范和限制ꎬ归根结底在于彻底掌控佛教ꎬ更好地

发挥其“阴翊王度”、教化民众之功能ꎬ为朱明王朝千秋万世服务ꎮ
２. 完善僧官

僧官制度ꎬ即由世俗政权任命僧侣为各级僧官ꎬ以管理僧尼事务、统御佛教

的制度ꎮ 僧官ꎬ即受命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僧人ꎬ又称僧纲ꎮ 主要任务为:掌管

僧籍ꎬ以僧律统辖僧尼ꎬ并充当朝廷与教团间的协调者ꎬ在官方有关机构统领之

下ꎬ处理有关佛教事务ꎮ
僧官的设置ꎬ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ꎬ此后各朝沿袭ꎮ 但朱元璋创设的僧官制

度ꎬ其体系完备、品阶森严、政治色彩浓厚ꎬ为以往历朝所罕见ꎮ
从善世院到僧录司ꎮ 明代初年ꎬ朱元璋于金陵天界寺设置善世院统领全国

教团ꎬ置有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职ꎮ 由于善世院的官职设置及管理体制不

够健全ꎬ洪武十五年将善世院并入新成立之僧录司ꎮ 僧录司ꎬ统率天下僧纲司

(府)、僧正司(州)、僧会司(县)ꎬ负责僧籍名册之制作、寺庙登记、僧官俸禄定

制、僧官出入伞盖配备、住持缺额之考录、度牒之出给、僧尼之戒行统制及违犯清

规之处置等佛教事务ꎮ 每一项事务均有严格规范的程序ꎮ
可见ꎬ朱元璋时期的僧官制度非常严密ꎬ且系统化ꎬ从中央到各府、州、县ꎬ建

立了与行政体制相适应的四级僧官体系ꎬ这在以往各朝是没有的ꎮ 各级僧官有

明确的品阶、俸禄规定ꎬ僧官的铨选任免成制ꎬ考录有常ꎬ伞盖有别ꎬ体现了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时代特点ꎮ 特别是僧官被赐品阶、食俸禄制度ꎬ表明僧

官已官吏化ꎬ这是明初佛教政策的一大创新ꎮ 朱元璋设立僧官ꎬ以僧治僧ꎬ一方

面与其中央集权统治有关ꎬ佛教明显成了中央集权组织ꎻ另一方面ꎬ通过僧官的

监督和管理ꎬ达到僧俗隔离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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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ꎬ朱元璋还把内地的僧官制度推行到西藏、青海等边疆地区ꎮ 明初ꎬ为
了加强对西藏等地区的统治ꎬ朱元璋对“委身”“效顺”之僧俗首领ꎬ均予颁赏授

职ꎬ授予他们“帝师”、“国师”、“大国师”、“灌顶国师”等封号ꎬ争取他们效劳朝

廷ꎬ从而达到化导边陲ꎬ治理藏区的政治目的ꎮ
３. 规范僧行

明初ꎬ佛教存在诸多问题ꎬ较为突出的是僧人生活堕落ꎬ违反戒律ꎬ“不务佛

之本行ꎬ污世俗、居市廛”ꎬ〔３２〕 “财宝既集ꎬ淫欲并生”ꎬ〔３３〕 “欢妻抚子ꎬ暗地思

欲”ꎬ〔３４〕“多与俗混淆ꎬ尤不如俗者甚多ꎬ是等其教而败其行ꎮ” 〔３５〕 甚至出现“各
处僧寺多隐逃军、逃囚”ꎬ〔３６〕僧寺成为作奸犯科者藏匿之所ꎮ 因此ꎬ洪武时期制

定了一系列政策规范僧侣行为ꎮ
(１)检束僧行

洪武前期ꎬ宗教政策相对宽松ꎬ表现在佛教方面ꎬ尚未建立僧伽管理机构ꎬ也
未出台系统的佛教政策ꎬ因而对僧人的限制相对较少ꎮ

洪武十四年后ꎬ一系列佛教管理措施出台ꎬ尤其是洪武二十四年的“申明佛

教榜册”和二十七年的“新榜册”ꎬ在检束僧行方面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ꎮ 大致

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申明禁止僧俗混杂ꎬ并清除僧人私有妻室问题ꎻ与其相

对的是ꎬ朱元璋提倡僧人远离尘嚣ꎬ清修苦行ꎮ 二是下令教僧必须严格遵守相关

规定ꎻ与之相对则是禁止世俗效仿瑜伽教僧作佛事ꎬ违者从严治罪ꎮ 如此繁琐的

规定是否会限制佛教的发展? 朱元璋指出:“僧若依朕条例ꎬ行之岁久ꎬ佛
道大昌ꎮ” 〔３７〕他认为ꎬ若依照此政策措施ꎬ佛教的传播不但不会受到限制ꎬ反而会

昌盛ꎮ 此政策措施显然是僧俗隔离政策ꎮ
(２)加强度牒及僧籍管理

为防伪滥ꎬ朱元璋严格度牒制度ꎮ 首先ꎬ确立三年一次出给度牒制度ꎬ且严

加考试ꎮ 取消了唐代以来的鬻牒制ꎬ采取试经给度牒ꎬ以此限制僧众数量ꎬ提高

其质量ꎮ 其次ꎬ限制出家年龄ꎮ 规定“民年二十以上者ꎬ不许落发为僧ꎮ” 〔３８〕以此

防止劳动力流失ꎮ 同时ꎬ为了防止人口减少ꎬ朱元璋还限制育龄妇女出家ꎮ
造僧籍册ꎮ 为了整治并防止逃丁避罪者易名为僧ꎬ导致伪僧泛滥ꎮ 朱元璋

特命造僧人“周知册”ꎮ “周知册”包括僧名、籍贯、年甲、姓名、出家寺庙、披剃簪

戴年月、所授度牒字号ꎬ等等ꎮ 编集成册后ꎬ刊布全国寺院ꎬ互相周知ꎬ以备查验ꎬ
故名“周知册”或“周知板册”ꎮ 云游僧人到任何一地ꎬ首先即被问来自何地、何
寺及僧名年龄ꎬ然后揭册验实ꎬ方许挂搭ꎮ 若册内无名ꎬ或年龄、相貌不符ꎬ即被

“擒拿解官”ꎬ«周知板册»的编造ꎬ是明初空前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

重要体现ꎮ 其内容之详尽ꎬ规定之细密ꎬ管制之严格ꎬ惩罚之严厉ꎬ为历代所未

有ꎮ
朱元璋通过年龄、性别、考试、造册等措施加强度牒及僧籍管理ꎬ无非是防止

伪僧泛滥ꎬ影响国家差役及社会安全ꎻ同时ꎬ藉此控制僧人数量ꎬ提高僧人素质ꎮ
朱元璋一系列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ꎬ最根本之处在于使僧俗两界划清界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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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如此注重僧俗两界之隔离ꎬ一是为了整顿僧纪ꎬ革除教界弊端ꎬ以便僧人潜心

修行ꎮ 在朱元璋看来ꎬ唯有僧界风清气正ꎬ才能率先垂范ꎬ匡正世风ꎮ 二是为了

避免野心家利用宗教蛊惑民众起来造反ꎮ 朱元璋早年利用明教起兵ꎬ并获得成

功ꎬ他再也不愿意看到别人也来耍这一套ꎮ 正如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元朝

末年二十年的混战ꎬ宣传标榜的是‘明王出世’ꎬ是‘弥勒降生’的预言ꎮ 朱元璋

是深深明白这类预言、这类秘密组织的意义的ꎮ 他自己从这套得到机会和成功ꎬ
成为新兴的统治者ꎬ要把这份产业永远保持下去ꎬ传之子孙ꎬ再也不愿意、不许别

的人也来耍这一套ꎬ危害政权ꎮ” 〔３９〕而僧俗混杂ꎬ相互鼓荡ꎬ很容易给对当局不满

的野心家以可乘之机ꎬ故必须严加管制ꎮ 特别对于僧人与官府随便结交ꎬ朱元璋

认为危险性很大ꎬ必须严加取缔ꎬ洪武二十七年的“新榜册”第四条规定:“凡住

持并一切散僧ꎬ敢有交接官府ꎬ悦俗为朋者ꎬ治以重罪ꎮ” 〔４０〕

(二)朱元璋的佛教怀柔、礼遇政策

朱元璋虽然对佛教进行了整顿和限制ꎬ但其目的并非要压制佛教的发展ꎬ而
是为了让其更好地为大明王朝的统治服务ꎮ 因此ꎬ在整顿和限制的同时ꎬ朱元璋

还对佛教采取了怀柔和礼遇政策ꎮ
１. 选僧入仕

朱元璋注意到僧人中有能治世之贤才ꎬ力劝他们还俗从政为官ꎮ 在朱元璋

的思想深处ꎬ孔门儒学乃治世之学ꎬ实而不虚ꎻ佛教虽谈空论虚ꎬ但虚中有实ꎬ佛
教之“实”即儒家之伦理纲常ꎮ 儒佛有相通之处ꎬ因此僧人可入世从政ꎮ 朱元璋

曾说ꎬ僧人是“贤人君子ꎬ托身隐居”ꎬ其“文华灿烂”、“贴体孔门之学”ꎬ应“求名

儒以改益之”ꎬ为我所用ꎮ〔４１〕

本着这一思想ꎬ朱元璋选择一批僧人还俗为官ꎮ 如钟山僧吴印有才智ꎬ朱元

璋“亲擢为山东布政使”ꎮ〔４２〕其中也有不从者ꎬ例如天界寺住持僧宗泐ꎬ命其蓄发

为官ꎬ宗泐“辞而求免ꎬ愿终世于释门”ꎬ朱元璋因其不慕富贵ꎬ淡泊名利ꎬ而为之

作«赐宗泐免官说»ꎮ 朱元璋从僧人中选拔官僚ꎬ与洪武时期科举尚乏人才ꎬ注
重从草野中选拔人才的做法是一致的ꎬ从中可以看出朱元璋以入仕从政为正途

的政治立场ꎮ
２. 遣僧出使

明初ꎬ朱元璋利用佛教对外交往ꎬ派遣僧侣出使外邦ꎬ实行和平外交ꎬ取得了

巨大成功ꎮ 朱元璋遣僧出使的地点有西域的吐番、西天尼八刺国、日本等ꎮ
洪武三年六月ꎬ“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ꎬ仍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

以归ꎮ” 〔４３〕洪武十一年ꎬ遣僧宗泐等使西域ꎮ 朱元璋遣僧出使政策效果明显ꎬ使
得西域一代边境为官者“遵朝廷之法ꎬ抚安一方”ꎬ为僧者“敦化导之诚ꎬ率民为

善ꎬ以共乐太平”ꎬ〔４４〕来朝称臣、纳贡请封者交错于途ꎮ 这一政策直至永乐年间

仍然遵行ꎬ从而使明代赢得了西陲安定ꎬ以致“终明世无番寇之患”ꎮ〔４５〕

对日本ꎬ洪武四年十月ꎬ遣僧祖阐、克勤往使ꎮ 元末征伐日本失败后ꎬ中日关

系紧张ꎬ导致日寇在明初屡次侵扰中国沿海地区ꎮ 朱元璋登基后即派使节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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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问ꎬ使者“谕以‘中国威德而诏旨有责让其不臣中国’语”ꎮ〔４６〕 迫于明初国力强

大的压力ꎬ日本国王主动向明朝称臣示好ꎬ“癸巳ꎬ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僧祖来

进表笺ꎬ贡马及方物ꎬ并僧九人来朝ꎬ又送至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ꎮ” 〔４７〕

当得知日本良怀亲王信佛ꎬ朱元璋随即在日本僧祖来辞别之际ꎬ派遣僧人祖阐、
克勤等共 ８ 人出使日本ꎬ利用佛教调解与日本的关系ꎮ “遣僧祖阐、克勤等八人

护送还国ꎬ仍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ꎮ” 〔４８〕 自此ꎬ日本国王多次派僧人来

“表贡方物谢罪”ꎬ一时间中日关系融洽ꎮ
在中国历史上ꎬ像朱元璋一样多次遣僧出使异域充当和平使者并不多见ꎮ

朱元璋遣僧出使之由ꎬ一方面藉僧之力使藩属归附ꎮ 吐番及西域诸国多崇奉佛

教ꎬ因此ꎬ遣僧出使ꎬ因俗施治ꎬ可以控制藩国ꎬ安抚边陲ꎮ 如朱元璋曾言:“念其

俗佞佛ꎬ可以西方教诱之也ꎮ” 〔４９〕另一方面ꎬ体现对高僧的重视ꎬ兼具礼遇高僧之

效果ꎮ
３. 祭祀僧人

每当僧官或寺庙住持病故ꎬ朱元璋皆令祠部备祭物ꎬ遣礼部去祭祀ꎮ 这也是

朱元璋礼遇佛教方式之一ꎮ 洪武十八年三月十八日ꎬ“圣旨:‘僧录司右觉义如

锦病故ꎬ恁礼部办素祭去祭祀他ꎮ 钦此ꎮ’令祠部备祀库支价买祭物ꎬ前去祭

祀ꎮ” 〔５０〕此种礼遇类似君主处理臣属病故的方式ꎬ朱元璋显然将方外的有职位僧

人纳入其官僚体制ꎮ
朱元璋还通过撰文祭祀僧人ꎬ如«祭保志法师文»、«祭道林文»等ꎮ 他亲自

为八百多年前圆寂的保志大师撰写祭文ꎬ祭文夸赞大师生前景张佛教、化导凶

顽ꎬ并为大师建造佛塔于山之左ꎮ〔５１〕

４. 整理经典

佛教之建寺、造像、置经等ꎬ凡与弘扬佛法有关之活动或仪式皆为佛事ꎮ 朱

元璋热衷于刊刻、注解佛经等佛事ꎬ是其弘扬佛法ꎬ礼遇、怀柔佛教的重要表现ꎮ
洪武五年春ꎬ“即蒋山寺建广荐法会ꎮ 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ꎮ” 〔５２〕 正是因

为此次钦“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的记载ꎬ才有后世关于«南藏»始刊于洪

武五年之说法ꎮ «南藏»为明初在应天府(今南京市)刊刻的官版大藏经ꎬ实际刻

过两次ꎮ 初刻于洪武年间ꎬ不过初刻完成不久就遭到火灾毁灭ꎬ因而印本流传

少ꎬ直到 １９３４ 年才在四川崇庆的上古寺重新被发现ꎻ再刻于永乐年间ꎬ后人常将

永乐刻本认为«南藏»ꎮ 吕澂先生认为ꎬ«初刻南藏»“开雕的年代很早ꎬ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 年)四方名僧集合于蒋山点校藏经ꎬ就已做刻经准备ꎮ 刻事进行到洪武二

十四年(１３９１ 年)全藏大体完成ꎮ” 〔５３〕

此外ꎬ朱元璋注重对佛教经典进行统一注解ꎮ 洪武十年ꎬ“诏天下沙门讲

«心经»、«金刚»、«楞伽»三经ꎬ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ꎮ” 〔５４〕 此举之目的ꎬ一方

面为了探究佛理ꎬ另一方面在于统一教义理解ꎬ统一思想认识ꎬ从而得到思想控

制之政治目的ꎮ
朱元璋之所以对佛教采取怀柔、礼遇政策ꎬ一方面ꎬ因为其早年有出家经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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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成为一代帝王后ꎬ很自然对佛教有特殊感情ꎻ另一方面ꎬ最为根本的是因为佛

教有“阴翊王度”作用ꎬ能够为巩固朱明王朝政权服务ꎮ 正如吴晗所言ꎬ朱元璋

“三十多年来ꎬ儒生ꎬ道士ꎬ和尚ꎬ三教九流ꎬ都被尽量利用ꎬ巩固他的皇座ꎮ” 〔５５〕但

是ꎬ作为封建帝王ꎬ三教之中ꎬ朱元璋以儒为主ꎬ佛道为辅ꎬ这就决定了朱元璋对

佛教的护持和保护力度相对有限ꎬ在护持和保护的同时兼有限制ꎮ

三、朱元璋佛教政策的影响

朱元璋既整顿和限制又怀柔和礼遇的佛教政策ꎬ对明代经济发展、中央集权

政治强化以及有明一代佛教政策的制定等ꎬ均产生了很大影响ꎮ
(一)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佛教若过度发展ꎬ必然要与世俗争利ꎮ 明初采取了有效措施使佛教势力得

到抑制ꎬ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ꎮ 朱元璋时期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佛教管理机

构ꎬ对僧人的资格、年龄、人数、选拔条件等均有严格规定ꎮ 严格度牒制度、限制

出家年龄等措施ꎬ有效地减少了劳动力的流失ꎻ对寺庙规模及数量的整顿ꎬ使大

批寺院土地收归国有ꎬ从而确保了国家的赋税收入ꎮ 到洪武二十六年ꎬ国家耕地

面积比元末增长一倍多ꎻ米、麦、豆、谷等农作物年征收田赋额是元代的三倍ꎮ 呈

现出一派繁荣盛世景象ꎮ
(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

朱元璋时期ꎬ从中央到各府、州、县ꎬ建立了与行政体制相适应的四级僧官体

系ꎮ 各级僧官有明确的品阶、俸禄规定ꎬ僧官的铨选任免成制ꎬ考录有常ꎬ伞盖有

别ꎮ 表明僧官已官吏化ꎬ僧官机构已衙门化ꎬ体现了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

强化的时代特点ꎬ同时也表明封建皇权能有效地掌控着教权ꎮ 另外ꎬ朱元璋还选

僧人入仕ꎬ封赏藏传佛教高僧等ꎬ使僧人直接为封建皇权服务ꎮ 这些都有助于强

化有明一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ꎮ
(三)奠定了有明一代佛教政策的基础

朱元璋的佛教政策ꎬ对有明一代产生了重大影响ꎬ成为明朝宗教政策的基

础ꎮ 其后诸帝ꎬ虽然对佛教和佛教政策的态度与朱元璋有不同程度的差异ꎬ但并

无本质的对立ꎮ 例如ꎬ建文帝对佛道教与国家政治关系的认识与朱元璋基本一

致ꎬ认为佛道教有“阴翊王化”之功效ꎮ 明成祖朱棣的宗教思想与行为同朱元璋

相似:比如ꎬ禁止僧俗混淆ꎮ 永乐十年ꎬ鉴于天下僧人多不守戒律ꎬ以及“俗人行

瑜伽法”ꎬ成祖重申洪武禁令ꎬ违者严惩ꎮ 再如ꎬ保留僧录司等各级僧官ꎬ将僧人

划分为禅、讲、教三类ꎬ各朝重申洪武时期一些规定度僧ꎬ采取限制身份、限制年

龄、定期考试等办法严格度牒管理ꎬ限制出家为僧等ꎮ 朱棣崇尚儒学ꎬ以儒家

“五经”治天下ꎬ为«金刚经»作序ꎬ任用僧道人士做官ꎮ 只是对佛、道教的关注甚

于太祖ꎬ信奉佛、道教ꎮ 孝宗比较崇尚儒学ꎬ他在位前期ꎬ积极务政ꎬ对寺院泛滥

有所整顿ꎻ中期以后ꎬ不再勤政ꎬ沉迷于佛、道、方术ꎮ 总之ꎬ朱元璋的佛教政策为

有明一代佛教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甚至到了清代ꎬ僧官制仍依明制而设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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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无统摄僧尼之实权ꎮ
(四)加剧了佛教的衰微

朱元璋虽然对佛教有保护和提倡政策ꎬ但对唐宋以来佛教的衰微趋势ꎬ他是

无力扭转的ꎬ并且其佛教政策反而加剧了这一趋势ꎮ 他划分僧人为禅、讲、教三

类ꎬ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僧人修行及其对佛学精髓的把握ꎬ导致佛教人才匮乏ꎮ
他严禁僧俗混淆ꎬ提倡避世修行ꎬ又使一些僧人被迫走向山林ꎮ 正如释见晔所

言:“这种‘离群索世的佛教’、‘山林佛教’‘经忏佛教’、‘死人佛教’ꎬ使得佛教

远离知识ꎬ让其思想体系难以再诠释、更新ꎬ以因应时代需要ꎮ 同时也让佛教远

离大众ꎬ社会大众若欲接触佛教ꎬ其因缘却大多在死者葬仪、经忏仪式的场合ꎬ以
致对佛教缺乏正确性的了解ꎮ” 〔５６〕正因为如此ꎬ朱元璋的佛教政策加剧了佛教的

衰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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